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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新冠疫情狀況 (括號內為死亡數字)
*連同「鑽石公主號」的705宗感染個案及6宗死亡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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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歐洲大部分感染個案仍集中在意大利，但明顯已開始擴散，
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前日警告，歐洲醫療體系雖

然有能力應對疫情，但即使是發達國家，仍有可能出現意料之外的爆
發，「就像意大利一樣」。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昨日宣佈，新冠
病毒造成的風險級別已由「中」提升至「中至高」。

一宗感染千人求醫 爆煲有先兆
德國埃克倫茨上周三錄得感染個案後，患者接觸的10名醫護人員
隨即接受隔離，市內數千名居民卻湧到醫院要求檢疫，使醫護人員忙
個不可開交。這顯示當疫情惡化，醫療體系或會因可值勤的醫護數量
大跌而迅速「爆煲」，使大批病人無法接受治療，候診時間增加亦會
導致病人之間交叉感染的風險上升。

大廠寥寥可數 口罩炒至每盒萬元
醫護人員裝備亦成為歐洲另一問題，歐洲目前只設有數間生產口罩
及防護衣的大型工廠，但中國在農曆新年後，對外物流大減，醫療物
資出口更異常短缺，韓國等地亦紛紛停止出口防護衣和口罩，使歐洲
無法如常從海外進口物資，亞馬遜網站的口罩價格則被炒至每盒
1,500歐元(約1.3萬港元)。
疫情亦引發連鎖反應，例如埃克倫茨患者的妻子由於在託兒所工
作，當地所在的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州政府隨即關閉全州小學及幼
稚園，患者所到之處亦有多人需接受檢疫。德國全科家庭醫生協會主
席科亨批評，當局對居民的健康提示嚴重不足，政府疾控中心網頁設
計亦極為不便，「我們完全沒準備好(應對疫情)」。
連日疫情已嚴重影響歐洲文化、康樂和商業活動，法國財長勒梅爾
承認，疫情對經濟的打擊比此前預測大，承諾支援企業。意大利前日
則宣佈撥款36億歐元(約311億港元)，為民紓困。歐盟成員國衛生部
長將於本周五齊集布魯塞爾，討論抗疫工作，各國財長明日亦會召開
視像會議，協調救市措施。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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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昨日新增523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累計
突破1,500宗，再有12名患者死亡，累計死亡人
數66人。當地政府為免造成恐慌，一直拒絕封
鎖重災區聖城庫姆，部分聖殿無視當局指示如常
開放，網上更流傳片段，顯示信徒在疫情肆虐
下，仍然按照傳統舔舐聖殿的大門，毫無疑問會
大幅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哈梅內伊顧問命喪肺炎
伊朗衛生部昨日公佈確診個案累計達1,501

宗，疫情最嚴重的地區包括首都德黑蘭、庫姆及
北部的吉蘭。政府發言人拉比伊公佈，所有學校
會在本周繼續停課。世衛派出的4名專家昨日抵
達伊朗，將檢視當地防疫措施，提供建議。

伊朗伊斯蘭教徒朝聖時，慣常觸摸及親吻聖
殿內的物品，雖然衛生部門已建議民眾停止此類
習慣，但社交平台上流傳片段，顯示拜訪庫姆聖
殿的民眾仍然舔舐大門及墓塚等，片段中更有人
稱「我不管會有什麼後果」，或指「不要再用新
冠肺炎恐嚇民眾」。
當局雖然已要求聖殿關閉，但未將庫姆封

鎖，僅實施限制措施，如只准部分人進出。當地
強硬派教士亦不認同為防疫將相關地區關閉，稱
庫姆的聖殿是「帶來治癒之地」。轉發片段的記
者阿林賈指出，若繼續開放聖殿，伊朗相當於
「繼續危害伊朗及全球民眾性命」。伊朗最高領
袖哈梅內伊的顧問委員會一名委員昨日死於新冠
肺炎。 ■綜合報道

德國確診病例急增後，各地超市出
現搶購潮，當地大型連鎖超市集團
REWE指，上周五仍未見到搶購情況
出現，但周末糧食及罐頭銷量明顯上
升。
連鎖超市集團Lidl發言人指，近期
特定地區的銷量大增，顧客大多搶購
食用期限長的罐頭、意粉、廁紙及消

毒劑。網民亦在社交網站上載照片，
顯示超市罐頭貨架被搶購一空。
德國記者協會則發聲明，敦促傳媒

避免散播恐懼。協會主席烏貝拉爾強
調，國民需要清楚的資訊及建議，讓
他們能夠理性看待形勢，呼籲記者跟
從報道法規，避免不當使用聳人聽聞
的語氣報道醫療事件。 ■綜合報道

新冠肺炎疫情在歐洲不斷擴散，各地政府忙於防疫抗疫之際，不少
極右政客卻趁機會大做文章，利用疫情挑動反移民情緒，企圖藉此推
動收緊邊境管制。不幸的是，歐洲同時要面對土耳其「開關」放行大
批敘利亞難民湧入的危機，恐會令極右勢力更加得寸進尺。
意大利疫情爆發後，極右聯盟黨黨魁薩爾維尼已多次攻擊當局的抗
疫措施，並在沒有證據下將疫情與接納非洲難民扯上關係，他批評總
理孔特「保衛意大利失敗」，要求停止履行《神根公約》，加強邊境
管制，獲奧地利自由黨、瑞士人民黨等右翼民粹政黨呼應。在法國，
極右領袖勒龐亦要求法國政府停止履行《神根》，對意大利重新設立
邊境管制。
《神根公約》規定簽約國可因恐襲、難民急增及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等理由，暫時重啟邊境管制。對於一些國家可能因為疫情而設立關
卡，智庫「歐盟政策中心」成員索梅爾覺得不應過度擔心，認為這可
視作展示神根區體制靈活、有能力保護區內居民的機會。
相對於在野民粹政黨的呼籲，不少已經執政的民粹政客企圖淡化疫
情影響，情況更令人憂慮。匈牙利總理奧爾班曾表示，雖然疫情備受
全球關注，但國民不能忘記難民才是實際威脅。在美國，總統特朗普
亦多次反駁衛生官員發出的警告。 ■綜合報道

借疫情批「神根」
極右煽反移民情緒

伊朗確診破千五
無改「舔聖殿」習俗

歐洲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疫情有擴大

跡象，德國、法國

感染宗數在周末雙

雙破百，西班牙、英國病例亦急升，多地出現物資搶購

潮。隨着各地病例急增，專家憂慮歐洲公共衛生體系將

被推到極限，醫護人員及裝備均可能短缺，令疫情進一

步加劇，更有醫生形容社會「完全沒準備好」。

搶購潮蔓延全球
美國

口罩出現短缺。衛生部公開警告
國民不要再買口罩，指口罩不會有
效防止公眾受感染，但缺乏口罩會
加深醫護人員被傳染的風險，最終
令社區感染的風險上升

韓國
為穩定供應及售價，當局上月28

日起透過官方渠道販賣口罩，每人
一次限購5個，但仍供不應求，部
分人更在凌晨冒着1.3度低溫排隊

澳洲
意粉、燕麥及豆類產品銷量上

升，不過由於新鮮食品供應亦充
足，未有出現糧食短缺情況。不過
有超市指，由於中國供應鏈未恢
復，朱古力曲奇及薯片可能出現短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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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確診數急升 超市掀搶購潮

■■德國內長因應疫德國內長因應疫
情情，，拒絕與總理默克拒絕與總理默克
爾握手爾握手。。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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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民眾搶購物資。 法新社

■■大批難民湧到大批難民湧到
土耳其接壤希臘土耳其接壤希臘
的地區的地區。。路透社路透社


